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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 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是当前中考语文试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且以其所具有的综合性、实用性、开放性、探
究性等特点，在考试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上升。因此，有必要加强中考非连续性文本命题研究，以更好指导初中语文教
学实践。本研究则从非连续性文本命题内涵、特征、价值等基本概述出发，就其考查内容、方式、能力等进行了简要分
析，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初中语文新课程标准要求，提出来应对中考非连续性文本阅读题的几点措施，以供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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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言
自从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被纳入义务教育语文新

课程标准中后，其在语文阅读教学中的重要性日渐凸
显。实践证明，非连续性文本阅读对提高学生阅读理
解能力、有价值信息挖掘能力、信息概括能力、语言表
达能力、逻辑思维能力等提升存在积极影响。近年来
越来越多省份提高了在中考语文试题中的比例。因
此，加强非连续性文本命题研究加强非连育B



于“生活百科”。学生在阅读过程中，能够对睡眠、睡
眠重要性、影响睡眠因素等具有一定认知和了解。

( 二) 中考非连续性文本命题的考查方式
对历年中考非连续性文本命题考查方式进行分

析，发现在试卷考查中具有单一类型的非连续性文本
命题，也有混合型非连续性文本命题，其中混合型命
题所占比重较大，约为 58%。在单一类型命题中，文
本类所占比重最大，超过 80%，图表与图画类命题较
少; 在混合型命题中，“文本+图表”类命题所占比重
最大，超过 69%，“文本+图画”类命题、“文本+图表+
图画”类命题较少。但在所有命题中，“文本+图画”
类命题、“文本+图表+图画”类命题要多于“图表”类
命题与“图画”类命题。与此同时，非连续性文本命
题在设置上，可分为客观题与主观题两大类。其中客
观题多以选择题、填空题等形式表现，而主观题多以
信息归纳、图表概括、问题反思等形式表现。

同样以陕西省 2019 年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语文
卷为例，非连续性文本阅读中的第三题:

下面对【材料二】有关内容的表述，不正确的一
项是 ( )

A． 人体除大脑外，其他器官都可以通过放弃和
替换受损细胞的方式来修补自由基给人体细胞造成
的损伤。

B． 大脑内的“类淋巴系统”高效清除大脑代谢废
物的“大扫除”工作，基本上是在人处于睡眠状态下
完成的。

C． 睡眠不足可使人体出现肝气不疏、气血亏虚、
脾胃失调和肾功能低下易起夜等问题，也增加了感冒
的概率。

D． 睡眠不足会引发多种基因功能改变，而充足
的睡眠则能增强基因的功能，进而促进人的学习和记
忆能力。

要求学生能够通过文本阅读，能够准确掌握材料
二中的核心内容，并根据自身理解，从四个选项中将
“不正确选项”筛选出来，属于客观选择判断题。
四、中考非连续性文本命题所考查的能力分析

由中考非连续性文本阅读内涵、特征、价值以及
其命题考查内容与方式等分析可知，中考非连续性文
本阅读命题是从多层面对学生语文综合素养进行考
察，对其进行具体划分，可分为信息检索与发现能力、
问题分析与整合能力、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以及文本
反思与评价能力等。2019 年的陕西卷围绕学生健康
生活进行选材，将非连续性文本阅读内容确定为“睡
眠”。并在此基础上，引入四则材料，根据材料具体内
容设置引导学生阅读、思考、判断的问题。其中一则
问题是“简要概括【材 料 一】和【材 料 四】的 主 要 内
容”。该问题重点考查的是学生对文本信息的整合能
力、理解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。要求学生能够在文
本资料阅读过程中，理解文本内容，找到关键信息，通
过信息整理，以简单的语言对文本内容进行概括，并
在问题回答中阐述清楚自身所要表达的意思。如“材
料一主要内容是: 对睡眠的简要概述，包括定义、分
类、特征等。”“材料四主要内容是: 强调社会关系对
青少年睡眠质量所具有的影响”。
五、有效应对中考非连续性文本命题的措施分析

( 一) 深入解读标准，注重生活融入
义务教育语文新课程标准不仅明确了非连续性

文本内涵，也点明了其教学作用。与此同时，多数省

份在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说明中，对非连续性文本考
试目标给予了明确规定。这些标准、要求、规定均为
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教学提供了参考。有利于教师更
好把握命题方向，指导学生进行专项训练、强化训练、
综合训练，提高学生解题能力的同时，促进学生语文
核心素养培养。与此同时，中考非连续性文本命题研
究发现，命题多围绕学生生活展开，注重学生信息获
取能力、信息应用能力的考查。对此，可从学生生活
入手，合理选择连续性文本阅读材料，指导学生如何
从阅读中获取有价值信息，如何根据命题者思路处理
信息，利用信息。

( 二) 丰富阅读经验，强化实践训练
在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中，设有导读、阅读链接

等内容。教师在日常教学中，可以此为切入点，指导
学生进行阅读拓展，丰富学生阅读经验，提高学生学
习能力。例如，教师结合课程教学要求，为学生布置
非连续性文本搜集任务，使学生对非连续性文本 ( 图
画、图表、说明书等) 具有更为深入的了解，并组织学
生通过小组合作探究对非连续性文本进行分析。同
时，教师也可根据教学内容，将“图画类”“图表类”非
连续性文本引入连续性文本阅读教学中，促进非连续
性文本与连续性文本阅读的有机结合，为学生阅读理
解实践提供更多机会，教会学生正确解答非连续性命
题的方法。

( 三) 完善评价体系，注重全面培养
在教学评价过程中，需要对学生学习过程给予高

度关注，构建全面化动态性教学评价体系，以更好促
进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。例如，在《纪念白求恩》教
学中，教师通过设置“制作白求恩名片”“完善学习白
求恩精神提纲”等任务，将连续性文本阅读教学转变
为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教学，激发学生阅读兴趣的同
时，提高学生文本阅读水平、逻辑思维、创新思维。
六、结语

总而言之，非连续性文本在阅读教学中的重要性
显著，其命题测试的根本在于提高学生语文核心素
养。因此，在掌握中考非连续性文本命题特征、考核
内容、考核方式、考核能力等基础上，教师应结合学生
实际情况制定科学、有效教学备考策略，不断提高学
生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能力，提高学生中考成绩的同
时，促进其作用的最大化发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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